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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难掩其逆全球化本质

5月 23日，美国总统拜登宣
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首批参
与国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印度、
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越南、文莱等 13个国家。“印太经
济框架”是美国“重返亚太”、构造

“印太同盟体系”、遏制中国发展
的一大抓手，正像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表示的，有关框架旨在“有效
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印太战略”虽然推进多年，
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更没有
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中国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不断
增强，区域经济合作持续进展，
RCEP签订并在今年如期实施，在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凸显。
为推进对华遏制战略，美国政府
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印太的经
济架构，提升美国在区域的存在
感和领导力，在供应链体系、高精
尖领域、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标
准，以获得对华竞争优势，维系美
国霸权。“印太经济框架”打着关
注“公平和有弹性的贸易，供应链
韧性，清洁能源、脱碳和基础设施
建设，税收和反腐败”等幌子，实
质上是美国为实现自身战略利
益、单方主导规则议题的逆全球
化行为。

违背经济全球化的若干原则违背经济全球化的若干原则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

之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签署自

由贸易协定建设区域合作组织是
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载
体。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存在根本不
同，主要体现在其逆全球化的本
质上。

首先，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是
以推动经贸关系为目标，关注各
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提升。但
是，“印太经济框架”却是冷战
思维下的产物，以意识形态划
线，将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和
政治化，就像美方宣称的那样，
其邀请参加的成员国标准在于

“是否支持美国价值观和规则”。
这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经贸合作
原则。

其次，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更
注重各缔约方在立法层面推动的
制度性开放，需要缔约方立法机
构通过，因此具有法制化、规范化
和长效化特征。而“印太经济框
架”则强化了美国总统的行政权
力，美方将以总统行政令方式履
行承诺，无须国会批准，从而决定
了这一框架对于主导国美国而言
缺乏法律保障和强制约束力，具
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临时性，美国
政府可根据自身利益修改内容或
设置新议题，且可能随着美国总
统的更迭而发生不可预见的变
化。这违背了经济全球化下的法
制规范原则。

再次，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
的目标是实现贸易、投资和各种

生产要素的自由化，实施双向让
渡市场、关税减让，推动投资贸易
的便利化，减少各种形式的保护
主义，其基础是基于各国发展实
际的自由贸易，体现成员国之间
的双向互惠性。而“印太经济框
架”则是美国一以贯之主张的所
谓公平贸易，这种公平是以“美国
优先”为基础，不顾各国发展阶段
的差异，推行美国主导、适合美国
发展利益的单向贸易安排，形成
自身话语权和规则体系。它要求
成员国遵循在高标准议题规则体
系上的所谓“公平”，而非双向共
赢基础上的自由贸易。这违背了
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互惠原则。

最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不
具备对抗性和排他性，不会成为
针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组织。但
是，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提出了强化供应链韧性、高科技
产品出口管制等一系列议题，意
在限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转
移各国在华供应链，推动中美脱
钩，构建一个封闭且对抗性的供
应链体系，拉“小圈子”针对他国
意味明显。“印太经济框架”成员
国涵盖了除老挝、柬埔寨、缅甸之
外的所有RCEP成员国，通过设置
数字高科技、供应链、基础设施等
领域的高标准，分化和破坏此前
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意图明
显。这违背了经济全球化非对抗
性原则。

构建逆全球化构建逆全球化““小圈子小圈子””注定注定
不会成功不会成功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泛滥，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对外经
济政策中越发表现出严重的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本土主义倾向。
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
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其
发展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妄想通
过构建排他性、对抗性的逆全球
化“小圈子”，将特定国家排除在
全球和区域供应链体系之外，注
定不会成功。

在生产国际化的大潮流下，
跨国公司供应链体系建设是综合

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中国经济
发展，社会稳定，拥有强大的产业
制造能力、配套能力，相对低成本
且持续提升的研发能力，以及在
高水平开放过程中体制机制创
新、营商环境改善的制度红利，加
之不断提升的居民收入和庞大规
模的市场优势，形成了吸引跨国
公司国际供应链建设布局的重要
基础。美国作为拥有高度发达
市场经济的国家，跨国公司经
济战略和利益选择不会完全受
某些政客的政治主张和冷战思
维摆布；况且，“印太经济框架”
的成员国目前也不具备完全替
代中国优势的能力。即使美国
开展对华高科技制裁，也并未
能阻断跨国公司对华高科技投
资和国际科技交流。我国外商
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以及投资
结构不断向高科技领域优化升
级 的 现 实 ，也 印 证 了 上 述 观
点。因此，只要我们坚持高水
平开放不动摇，充分发挥经济、
产业、市场和制度优势，美国的
对华科技制裁以及将中国排除
在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之外的企
图，绝不会轻易得逞。

对于“印太经济框架”参与
国和潜在的区域合作伙伴而
言，扩大经贸交流、促进贸易投
资、改善自身基础设施，是推动
经济发展、符合人民利益的选
择。但是，在最直接关系到经
贸利益的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
方面，“印太经济框架”并没有
提供优惠安排，反而完全从美
国的现实利益出发，确定了所
谓数字科技、弹性供应链、清洁
能源等领域的高标准合作规
则，脱离了参与国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需
求。没有经贸利益促进的“印太
经济框架”本身就是空中楼阁。

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地位下降以及国内民粹化倾向加
剧，其缺乏充分能力和强烈意愿
为“印太经济框架”现有以及潜在
成员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更
何况区域大多数国家与中国都有
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区域内跨国

公司不可能不顾经济利益而贸然
转移在华供应链，相关国家也不
可能冒着丧失中国市场和制度红
利所带来的经贸投资利益的风
险，跟随美国开展对华经济对
抗。以政治意志和冷战思维主导
的“逆全球化”经济框架本身就是
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缺乏经济
利益支撑注定会使其最终流于形
式，难以成为一个包容性强、带动
世界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
面对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

架”打造小圈子对华进行经济围
堵的现状，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推
进经济全球化，巩固全球化发展
成果，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内外
兼修，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内要注重国内统一大市场
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
侧扩大消费并举，深化体制改革，
提升市场效率，畅通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各环节，充分挖掘和持
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优
势，引领国内外资源的有效配置；
积极建设自主创新体系，打造创
新创业的环境氛围，加大研发投
入，注重科技人才建设，发挥创新
链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的效能，形
成产业链和供应链高质量稳定发
展能力。

对外要加大合作步伐，对接
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持续改善
营商环境，以制度优势、市场优势
和相对成本优势大力吸引跨国公
司布局产业链，引导外资流向高
科技投资方向，推动外资研发中
心建设，充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
深化与友好国家和机构的科技和
人才交流合作，发挥学习能力，形
成先进技术的积累；坚持以互利
互惠、合作共赢原则大力推进国
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全面落实
RCEP协议，深化金砖、上合等区
域合作机制，推进亚太、中非、中
阿自贸区建设，扩大“一带一路”
朋友圈，引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
展与进步，形成真正“公平正义、
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经济全球
化治理机制。

心态逆转！
美媒民调：超半数美国人认为应优先关注美国经济，而不是对俄制裁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4日报
道，随着国内油价持续上涨，通货
膨胀率高企，美国人越来越关注本
国经济状况，而并非乌克兰局势。

美联社-NORC公共研究中心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约51%的美
国人认为，最大的优先事项是限制
对俄制裁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害，
而有45%的人认为，对俄制裁应尽
可能有效，即便以牺牲美国经济为
代价。

在4月份进行的这项月度调查
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惩罚俄
罗斯应该优先于美国经济。与此
同时，45%的人表示，对俄制裁即
使没有那么有效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那意味着对美国经济的损害

也是有限的。
而在 3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

取特别军事行动不久后，55%的美
国人表示，对俄罗斯实施有效的制
裁应该是首要任务。

报道称，虽然美国民众的心态
在 5月份发生变化，但他们对实施
制裁的支持率仍然很高，达到
71%。3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
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主要角色，
4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扮演
次要角色。只有19%认为，美国不
应该在这场冲突扮演任何角色，这
一比例高于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
刚开始时的13%。

在美联社-NORC公共研究中
心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

拜登处理局势的能力越来越悲
观。只有 21%的美国人说他们对
拜登应对俄乌冲突的反应“非常”
有信心，而 39%的人说他们“只有
一些”信心，39%的人则表示“几乎
没有”信心。该调查的答案里没有
设置“完全没有”这个选项。

此外，油价和通货膨胀仍是美
国人关注的大问题。大约 74%的
美国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油价，
另有 20%的人表示他们“有点担
心”。68%的美国人“担心”食品价
格上涨，23%的人“有点担心”。约
7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目前的经
济状况“很糟糕”。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5
月15日报道，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

示，拜登的支持率跌至迄今为止最
低点——仅 39%的美国人对拜登

的工作表示肯定，而有56%受访者
对他作为总统的工作持否定态度。


